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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高或处级以上领导才有资格申请购买‘别墅’，面积300多平米，每平米3500元。”日前，云南红

河学院老师反映，红河学院领导搞利益输送。对此，红河学院回应称，该校建的部分高档住房不是别

墅，并且原因是为了留住人才。

头条评论

画里画外

修家庙

“人才”不是房产的特权证

是高档住宅还是别墅，有没有公摊，容积率
是多少，红河学院的官方与老师各执一词，但300

平方米左右、价格低廉，车库、车位、连带一个80平
左右地下室……不难看出校方“是高档住房不是
别墅”的说辞难以自圆其说。

根据红河学院的官方说法，2012年8月以前评
上正高职称或者是当选正处级以上干部的，才有
资格申领这种“别墅”，而据统计，红河学院有87名
正高职称人员，有正处级以上干部57人，换言之，
人才的标准究其根本是以职称、行政级别论英
雄；是将行政级别的差异，演变成一种住房特权。

偏狭的人才观令”人才”的定义明显偏移，也
颠覆了改善教职员工住房环境的政策属性。高档
住宅也好，别墅也罢，顶风而建的超标建筑到底
是为了满足人才强校的需要，还是为满足某种特
殊人群而定制？

“留住人才”是21世纪流行语。然而，人才一词
因为标准不明，“角度不同”，监督不力，已经沦为
某些阶层肆意把玩的特权代名词，在土地资源紧
缺，教职员工住房供不应求的环境下，无视国土
资源部严格控制高档住宅用地的精神，开建300平
方米左右“人才特供”或者说“领导特供”住宅，不

仅侵蚀了本就稀缺的土地资源，也侵蚀了大学的
学术自由和校园风气，不利于建立现代大学管理
制度。

最近，教育部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
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进一步
明确：逐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而“正高或处级以
上领导才有资格申请购买‘别墅’，红河学院的做
法颇有强搭最后一班车的嫌疑，别墅之争，人才
之疑是高校行政化的缩影，我们要逐步建立公
平、公正、公开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遏制“人才”
变异成纵横高校的“特权证”。

□评论员 斯涵涵

神华集团原总经理助理、神

华科技发展公司董事长张文江除

了被查出贪腐问题，还曝出其曾

修建家庙。这个所谓的家庙名为

“太平观”，重建加维护共耗资200

多万。除了下属捐款，一名商人也

通过张文江捐款20万元修庙。

微言大义

“河长制”遇到了第一个挑战

广州上周二公布了 5 1条河涌“河长”的联系
方式，上周六环保NGO广州新生活促进会秘书长
戴广亮拨打驷马涌“河长”刘晨辉 (荔湾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 )的电话，反映驷马涌变红的问
题。没多久来了一位荔湾区环保局的工作人员，

“前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交谈不到5句”，就处理
完了；不仅如此，还说“以后这种情况不该打 (举
报电话 )”；然后又有人说去现场的工作人员不是

“河长”派去的……你看看，刚公布电话，就整出
这么一出罗生门。

这真让人对“河长制”的运作机制和成效产
生极大的疑虑。这样一种极其随意、充满人治色
彩的机制，能够产生什么效果，真的让人不太有
信心。

客观地说，河涌污染背后的机理极其复杂，

形势也极其严峻，靠一届政府在短短的几年时间
治理好是不现实的。而且由于我们现阶段的所有
制性质，私有产权的不明晰导致社会总是形同散
沙，形不成彼此制约、相互尊重的社会结构，极端
点可说人人“偷鸡”、个个违法，传统儒学倡导的

“慎独”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相反。这样一种基本缺
乏自组织的散乱之局一股脑地抛给政府，政府的
确是不堪重荷——— 何况它还要发展经济！尽管如
此，我们还是要说政府责无旁贷，原因无他———
你垄断了资源，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实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而
在于如何承担、落实责任。新鲜出炉的“河长制”
遇到了第一个挑战，我们期待政府有关部门有很
好的应对和改进，目的只有一个：将河涌慢慢治
理好。 （玉竹 )

□草根论坛

@江宁公安在线：很多人戳警察蜀黍问，这

个抢了个辣条就被刑拘的事情是真的吗？从襄阳警

方通报来看，抢辣条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是抢了

超市肯定是真的。而且重点是：抢劫只要实施了抢

劫行为，无论抢了多少东西，甚至无论抢没抢成功，

都构成抢劫罪。被抢情节、金额等只对量刑产生影

响，比如入室抢劫就还会加重。

@韩松落：《站台》在汾阳，《山河故人》到了

澳大利亚，一路看下来，贾樟柯电影，讲述的或许是

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又一次“大流散”。从汾阳、奉节，

流散到北京深圳，再流散到“世界”(微缩景观组成

的主题公园)作为预演，然后流散到整个世界。巨石

砸下，蚁巢粉碎，流散在路上的人，中心摇摇。

@互联网信徒王冠雄：ChinaJoy的肉展盛况

一去不复返了……网传“惩罚条款”显示，女模事业

线露出超过2cm罚款5000元；女模低腰下装低于脐

下2cm (即露出胯骨即骨盆位置)或短裙下摆高于

臀下线的罚款5000元。我看到最好的一句回复是：

把尺子拿来，待老衲量量！

@杨樾杨樾：毯星的盈利模式是品牌代言，

很多毯星本身就是品牌安排过去走红毯的，演电影

是真不赚钱，可能一个电影全部的票房都不及一个

代言，有电视剧拍还能赚，毯好了就能被大牌看中，

一个代言几千万，前后忙活半个月，又好赚又有面

儿，品牌不管演技，只管曝光度。

□媒体观点

谁来管管雷人的“神剧”？

艺术允许高于生活，历史也不是不能戏说。
从《还珠格格》到《宫锁心玉》、《步步惊心》等清宫
戏，戏说得体无完肤、“如真包换”，观众并没有当
真，也没多大反感，顶多一笑了之。因为这些剧本
来就不是史实，人物也子乌虚有，谁较真谁就傻。
但如果冠以“历史剧”，尤其是以历史人物或历史
事实为原型拍摄的历史剧，就不能太任性。“戏
说”多了，《三国志》成了《三国演义》，历史也就被
歪曲得差不多了。数年前热播的电视剧《隋唐英
雄传》，就因与大家所熟知的历史差距甚大，引起
诸多吐槽，譬如李世民在编剧的笔下早出生不止
10年。连主演赵文瑄也在微博上调侃：“蜀黍一位
学历史的朋友吐槽，收看《隋唐英雄》之前，他都

要先吞下几颗降血压的药”。
历史剧和历史改编类影视作品允许合理虚

构，但是，创作还是要严谨一些，最大程度地还原
历史、原著，这是这类影视作品坚守的底线。不合
情理、逻辑混乱、粗制滥造的历史剧，是市场走
偏、管理不当的结果，需要多方反思：编剧能不能
认真一些，把剧本写得更加扎实一些，更符合历
史逻辑一些；导演能不能更用心一些，把人物塑
造得深刻一些；演员能不能更敬业一些，不要随
随便便糊弄观众；电视台能不能把好关，现在是
买方市场，电视台不买雷剧，就不会有人去拍；管
理部门能不能提前介入，管管雷死人不偿命的历
史剧。 (连海平 )

近日，网上热传一组名叫《一起打鬼子》的抗日剧的照片，演员葛天从裤裆里掏出

了手榴弹遭观众吐槽。该剧不光尺度大，而且台词也非常的内涵！比如：“那地方只属于

你一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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